
县级土壤普查成果资料的整理及图件编制方法的讨论

过 维 钧

《江苏省吴 县土城 普查办公室 》

土壤普查是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的重要组成 部 分
,

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作
,

通过大面积的土

镶详查
,

可提供比较系统的土集资料
,

供生产应用及

农业区划参考
。

昊县根据全国和省第二次土族普查的

技术规程
,

结合高产地区的 实 际 需 要
,

自 19 7 8年至

1981 年
,

较好的完成了第二次土城普查工作
。

本文拟根据笔者参加吴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的

实践
,

对县级土壤普查成果资料的整理及图件编制的

方法进行讨论
。

一
、

统一全县土坡分类
,

核

准各杜土城类型

根据土壤的分布规律
,

从土坡剖面形态特征
、

理

化性质和生产性能
,

认识和区别各种土壤
,

是土壤调

查的基本功
。

符合实际的客观土壤分类
,

是保证土壤

制图质量的基础
。

所以
,

在土壤普查中
,

我们始终把

土坡分类作为重点来抓
。

在外业工作中
,

首先是搞好

概查
,

初步制定土壤分类系统 ,第二是做好野外观察
、

访间和记载 , 第三是认真搞好比土评土 , 第四是通过

室内化验分析
,

验证土城类型
。

在全县野外调查结束

后
,

必需进行全县性的比土评土
,

以统一全县土壤分

类
。

我们的做法是
:
将各公社确定的典型类型剖面标

本集中
,

按地形
、

地貌和成土母质类型进行分区评 比
,

即沿太湖丘陵山区
、

平原丘陵区
、

潜湖
、

阳澄湖好区
、

吴淞江平原好区
,

以统一 分类的依据和标准
。

检查各

公社土族分类系统和命名情况
,

凡有不符之处应统一

侧整
,

疑难类型还应组织县专业队进行复查
,

分头纠

正错误图斑
。

在此基础上
,

选定全县土坡典型剖面点
,

统尸组织县专业队伍进行重点复查和重新分析 化 验
,

以确保土镶制图和撰写土堪报告选用典型 剖 面 的质

t
。

二
、

统一脸收公杜资料
,

汇

总全县若本资料

这次普查要求从大队做起
,

以公社为单位汇总成

果
,

所以统一技术规格要求
,

验收公社级的各种资料

显得十分重要
。

在县级成果和资料汇总前
,
我们统一

卜

印发了各种基本表格
,

对各类资料汇总提出了具体要

求
,

主要内容是
:

1
.

按土城类型分公社汇总土城资源面积
,

明确各

种土城具体面积及落实在各公社的分布情况
。

2
.

土城肥力状况分级别排队统计
,

按公社分别汇

总
,

明确全县高低产土城的面积及 比例情况
。

3
.

土城剖面构型和调查记载资料 (包括耕作层

犁底层
、

渗渍层
、

潜育层的厚度
、

地下水埋深及其他

生产情况 )按各公社填写土壤剖面汇总表
,

并根据综合

资料的要求
,

再作专项统计
,

如耕作层变浅和犁底层

增厚状况的统计
。

4
.

速测养分分析结果
,

公社按大队分级别统计
,

全县分级别按公社汇总
,

并以常规数据进行对比
,

反

映面上养分状况的趋势
,

同时统一实验技术标准进行

常规速测结果的比较和相关统计
,

以明确速测结果的

可靠程度
。

5
.

常规分析结果分项进行统计汇总
:

( l) 按农化

样分析的标本数
,

统计各级养分的含里与比例
,

以反

映全县养分状况的一般规律
。

(2 ) 按各公社统计土城

常规分析的结果
,

以反映各公社之间的养分差异
。

( 3)

按土坡类型统计各种土壤的养分状况以反映不同土坡

类型的养分特点
。

6
.

物理分析数据
,

按分析项目进行统计
,

同时按

专题要求制作各种图表和曲线
,

如土城剖面颖粒分布
,

土壤剖面的氧化还原电位值的变化等
。

7
.

肥料结构及施肥情况
,

按各公社分高
、

中
、

低

三种不同生产水平进行典型调查
,

先按公社的农业区

统计
,

以明确不同地区 的施肥结构
,

各种肥料的用 t

及有机无机肥的比例
,

分析肥料与产量的关系
。

8
.

基本情况
、

作物布局和产量状况按公社进行汇

总
,

可作为参考资料备用
。

三
、

确保质且
,

认真编绘土幼日

土坡图是土城普查成果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
。

土

城图的质量也反映了土城普查的质 t
,

因此
,

对土城

图的编制一定要严格
。

具体成图的步一和方法是
:

1
。

选用具有一定地理精度的工作底圈 我 县 选

用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根据省侧绘局资料编制的

吴县五万分之一地形图
,

作为县级土城图的地理底图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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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签础上进行简化
,

保留必要的地理要素
:

( 1) 湘

泊和三级河道以上的水系 , 〔2) 大队以上的居 民 点 ,

( 3) 山峰
、

等高线和高程点 , ( 4) 公社以上的行政区

界, ( 5) 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道路和其它特殊的地物

标志
。

2
.

确定合理的制图单元 土坡的基层分类的基本

单元是土种
。

同一土种的土城是发育在同一母质上一

米以内土城剖面的构型相似
,

生产性能基本一致
。

虽然

公社土澳图以变种为上图单位
,

但县级土坡图应以经

过变种统一归纳的土种为制图单元
。

同一土种的肥力

差异很大的
,

则可通过土城评级和养分图加以区分
。

3
。

突出重点
,

编制好土滚图 县级土坡图是根据

各公社土城图通过统一技术转绘拼接
,

经复查综合取

舍编制而成
,

具体步骤和方法是
:

( 1) 审核各公社土坡图
、

土坡分类系统等编图的

墓础资料
。

一看土族图上图单元是否符合全县统一的

分类系统
,

如不合格的要订正或复查
。

二看剖面点布

里是否合理
,

与土壤类型是否符合
, “

空白
”
处一定要

补查
。

三看图斑几何形状是否合理
,

土壤界线的走向
,

文叉情况与相邻公社的拼接有无矛盾
。

四看图斑大小

及其组合与土坡分布规律是否协调
,

内容有无遗漏
,

界

线是否闭合
。

如剖面点位
、

编号
、

土坡代号以及应保

留的地物标志和注记等
,

如有遗漏都应认真补好
。

( 2) 转绘土城界线
,

编制土壤草图
。

经审查核证

的各公社土城图
,

裕用截距交会法或方格网法将土壤

界线缩绘到五万分之一地形地物详细的地形图上
。

第

一次转绘时应按公社图土坡变种界线全部照 转
,

以防

止遗漏和差错
,

并要注愈界线的连续性
。

( 3) 综合平衡
,

按县图制作技术要求
,

归并图斑
,

再次转绘成图
。

归并图斑
。

首先按县级土壤分类系统

将变种统一归并为土种
,

凡不足上图规定 1平方厘米

的图斑要适当取舍
,

但不应超越土属的界线
。

全面检

查地形与土城分布的关系
,

凡不符合实际而有疑问时
,

要实地复查
,

还要注意地形
、

母质与土壤的分布是否

符合规律
。

经归并全面平衡后制作好的土壤草图
,

要

再次细致地转绘到经简化地物标志后编制的五万分之

一工作底图上
,

成为土坡图
。

(4 ) 突出主体内容
,

设计好附图
,

图例
。

土壤图

的主体内容是土壤类型及分布的规律和土城资源的面

积
,

所 以设计图例和附图时耍突出以下两个内容
:
( i)

作好土壤断面分布图
,

包括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纵穿

全县重要地形
、

地貌和母质类型的全县土坡断面分布

图和解剖一个典型地段的土族断面图
,

并将主要的土

族的剖面构型
,

代表剖面的地点及分布状况表示了出

来
。

( 11) 图例设计要休现土城各级分类单元和面积
,

表明土城代号与颜色
。

(5 ) 清绘复制
、

着色成图
。

土坟图审定合格后 即

可清绘
,

如有复照晒印条件
,

只需清绘土坡界线及代

号等有关专业内容
,

然后复照
,

套印到工作底图上
,

印

成土城图
,

如果是熏晒的
,

则要连同工作底图和土集

图的专业内容整版清绘
,

重新晒印成图
。

复照晒印或

熏硒的单色土壤图
,

最后用照相彩色进行整饰 加 工
,

以获得清晰
、

简明
、

美观
、

协调的效果
。

4
.

分别要求
,

完成各种派生图的编制工作 在编

好土集图的基础上
,

还需分别不同要求制作一系列同

大比例尺的派生图
。

根据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
,

吴

县利用航片进行土地资源调查的资料
,

绘制了土地利

用现状图 ,根据土壤类型的组合及其它主要自然条件
,

结合土地利用的现状及改良方向
,

编制了土攘改良利

用分区图 , 根据常规农化分析标本的养分分析结 果
,

确定了土埃养分丰缺指标
,

编制了土坡养分图
。

此外

根据省土坡普查试点的要求
,

从土坡实体的异同出发
,

考虑土体构型
、

理化性质及生产性能
,

结合土壤的环

境条件
,

选定土壤评级项 日和标准
,

制作了土壤评级

图
。

四
、

编写土坡普变报告和土坡志

土壤普查技术成果的表达
,

除了一套图件以外
,

就

是文字报告和土坡志
。

根据昊县的实际情况
,

按需要

分别编写以下总结材料
:

1
.

土堆普查的工作报告 作为全省土壤普查 的

试点县
,

要将普查开展的组织领导
,

技术培训的做法
,

搞好试点分批铺开的方法和步骤
、

教训和体会
,

以及

人
、

财
、

物的消耗等方面作个总结 , 并对如何搞好一

个县
,

一 个公社的土城普查方法作 一些讨论以推动土

壤普查的全面开展
。

2
。

土堆普查简要报告 在普查结束后
,

应及时向

政府领导和有关业务领导部门汇报土壤查普结果
,

供

领导参考和生产上应用
。

如果等全部资料整理完后再

写出报告
,

不利于及时反映情况
。

因此可先写个概要

报告
,

内容包括
:
土城普查的工作概况

,

土坡的分类

及分布情况
,

当前土坡主要存在的问题
,

土镶改良的

措施及边查边用普查成果的初步效果等
。

3
。

土娘志 土壤志是县级第二次土壤普查 成 果

的全面总结
,

它既是全县土壤普查技术资料的综合概

括和汇编
,

又是认识
、

利用和改造全县土城的重姿令
考书

,

对于土坡志的编写
,

笔者的体会是
:

( l) 综观土坡普查的全部资料
,

确定编写的指导

思想
。

土坡志不仅是土城普查基本资料的汇总
,

又是

土坡类型及特征的具体记载
,

而且应对土城综合分析
,

提出认识 土集的观点和改造土城的措施
.

既要普及
,

供

生产上 应用参考
,

又要 力争在土城科学学术上有所提



高
.

这就是编写土城志的主导思想和 目的要求
。

(幻 通过对基本资料的排队和分析
,

确定编写章
、

节的具体内容
,

列出编写提纲
,

决定表达形式
。

吴县

土城志
,

根据本县实际情况和掌握的资料
,

全书分十

章
,

主要内容是
:

介绍吴县土壤的类型
、

资源面积及

分布特点
。

论述吴县土城的形成
、

发生分类
、

理化形

状
、

主要存在间题
。

分区叙述了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

以及改良培肥的措施
。

对高产土城的肥力指标
,

低产

土镶的障碍因素作了专题剖析
,

提出了高产土壤培肥

的目标及低产土壤改良的途径
。

同时汇集部分土壤普

查成果应用的初步效益经验介绍
,

最后附彩色成果图

件五幅
,

即 1 / 1 5万比例尺的土壤图
、

土壤养分图
、

土

城肥力评级图
、

土壤利用现状图
、

土壤改良利用分区

图
。

( 3) 按照编写提纲
,

收集资料
,

进行必要的补充

调查
。

编写土壤志
,

除根据土壤普查所获的全部资料

外
,
还需收集县内前人已有的科学研究和试验 资 料

,

必要时还要作些补充专题调查
。

如有关低产土壤改良

一章
,

除了土壤普查中有关低产土壤剖面观察和分析

资料外
,
还应选择典型地区

,

总结群众改良低产土坡

的经脸
,

结合前人在这些土城上开展的科学试验资料

深入分析
,
以便从道理上总结低产原因

,

从实践效果

上提出改良措施
,

这样
,

既写得深入
,
也便于实际应

用
。

(4 ) 写出初稿
,

征求意见
,

然后审定付印
。

按照

上述内容要求写出初稿后
,

除送上级土普办公室审稿

外
,

还要征求各方意见
,

如请气象
、

地理
、

地质及土

城的有关专家和同志帮助审稿
,

提出修改意见
,

经上

级审阅并修改后的稿件
,

最后送县领导审定
,

经文字

修饰后 即可付印
。

4
.

成果应用专题报告 土族普查能否在生 产 中

发挥作用
,

关键在于普查成果的实际应用
。

所以及时开

展成果应用并进行专题总结
,

宣传推广
,

显得十分必

要
。

我们在完成第一批八个公社土壤普查工作后
。

就

重视 了成果的应用和专题总结
。

1 9 8。一 1 9 8 2年都写出

成果应用专题报告
,

并对有关内容如节约用氮
.

提高经

济效益
,

因土合理施用磷钾肥
, “

二早一水
”

轮作改土等

方面进行了专题总结
,

以此推动大面积的成果应用
。

五
、

认真做好土旅普查资

料的编码归档工作

1 9 5 9 年第一次土壤普查的经验教训有 二 条
:
一

是成果应用未坚持做出成效
。

二是土壤资料没有归档

保存好
。

这次土坡普查是一次全面的土壤详查
,

资料

很多
,

也比较齐全
,

所以建立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技术

档案是大有助益的
。

在县档案馆的帮助下
,

我们采取

县
、

社二级分级归档的方法
,

统一要求
,

进行技术归

档
。

县级保存好第二次土壤普查全过程的技术 资 料
,

如图件资料 (包括工作底图
、

草图及成果图件 )
、

技术

规程
、

培训资料
、

普查报告
,
工作汇报

、

专题调查报

告
、

各公社基本资料的统计汇总表
、

土壤分析数据
、

主

要典型剖面的调查记录和典型大队的普查资料等
,

按

专业要求
,

分类编码
。

除县档案馆保存必要资 料 外
,

县专门设立土壤普查技术档案室
,

专人保管
。

公社保

存全社有关土壤普查技术资料
,

包报野外工作原始记

录
,

各大队的工作底图
、

成果图件
、

普查说明书
、

速

测分析结果等
。

公社技术档案归入公社管理委员会文

书档案一起
,

长期保存
,

以防遗失
。

黄淮海平原砂姜黑土的综合治理

张俊民 过兴度 孙怀文

(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) (安徽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》

砂姜黑土是黄淮海平原南部的古老耕作土壤
,

面

积约 470 0万亩
,

其中以安徽省的面积最大
,

约 2 1 00万

亩 (以其土地面积 70 %计算 ) , 河南省次之
,

约 1 3。。万

亩 (包括甫阳盆地 500 万亩 )
,

山东省又次之
,

约900 万

亩 , 江苏省面积较小
,

也近 400 万亩
。

这类土城是黄淮

海平原主要低产土城之一
,

粮食平均亩产只 300 多斤
,

但亩产超过 1。。。斤的田块
,

在砂姜黑土区各县都有出

现
。

这充分说明砂姜黑土的生产潜力是很大的
。

鉴于国家已将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列为重点科研

项目
,

而砂姜黑土综合治理为其内容之一
。

现将我们

对砂姜黑土综合治理的改土培肥间题提出一些看 法
,

以供参考
。

一
、

砂典黑土的低产 . 因

砂姜黑土的低产原因主要是涝 (演 )
、

早
、

皮等不

利因素
。


